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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丹麦内政大⋯粕，U塔霍尔叭亚太八参观访川芦苞卫牛院。

Ⅷ

▲二水县中医院为辆八连仃斗难胃镑检簧。

▲三水县药品检验所仪器室一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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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《三水县卫生志》记述我县医药卫生防病治病，妇幼保健，医学教育、医学科

研，医疗设备以及机构建立，人事变动等卫生大事和发展史。

二，全志分十六编，约20余万字。

三，本志所载，上限为1819年，下限为1986年，共167年。

四，根据搿生不立传黟的原则，医林人物编仅选录部分在我县出生，或外地出生而

在我县卫生界工作多年的，在医药卫生方面享有较高名望，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劭一

定推动作用的巳故中西医。其后裔确实有一定名望者，亦附带简介。

五，对历次政治运动均不予以详述，以突出本志的专业性质。

六，地名t以原名表示，同时加括号注明现名。纪年t以公元为准，1949年10月l

let以前以当时年号表示，同时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度，月日以汉字写于括号后，不换算为

公历月日。

七，本志采用语体文，辅以图表、照片、表格，以求达到图文并茂，通俗易懂。

八、资料来源是各医疗卫生单位上报的单位(地区)概况材料以及查抄省，县档案

馆，图书馆卫生历史材料，县卫生局人事档案和历年的统计资料，部分刊物所记载的医

药卫生资料以及座谈，访问，专题调查，个人回忆提供的文字和录音材料，经核实、修

改、整理，编写而成。

九、引用资料原文有误者，我们予以改正，有的加以注明。引用的原文无标点符号

者，为便于理解，我们添加了标点符号。

十，志中表格注有表号，各编分排，前注为编序，后注为表序，以矗——黟分开，

如l表7—3，即第七编第3表。



序

出版Ⅸ三水县卫生志》，乃我县医务工作者之美举，业务部门之夙愿，全县人民之

大喜事也。

盛世修志，古今可鉴。以资治。教化。育才。存史。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排

之几十本专业志中， 《三水县卫生志》率先脱稿，成就廿余万字之若，实领导重视，同

道支持，各方配合，编撰者鼎力所致。

编志任务艰繁，惟赖编者不懈努力，勇于探索，访真寻迹，百计搜觅，参阅文史、

档案，稽核报表，资料。去伪存真，弃粗留精，乱麻理结，淘沙取金。遵循辩证唯物史

观，尊重历史，循名责实，巷议臆度不取信，片言只字不为凭，几经推敲，着墨成书。

述建国前各时期医药卫生之概况，书新中国诞生后医疗保健之巨变，旨在弘扬先辈功

德，称颂当今伟业，表述前人事业之精华，总结现代工作之经验。详今略古。激励后

人，俾能合力齐心，振兴我县卫生大业。

建国前，敝县缺医少药，疫病横行，百业凋零，民不聊生。建国后，百废俱兴，医

药卫生，蓬勃发展。更喜党之十～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有改革开放之机，解愚昧落后之

惑，引酉业兴旺之势，国强民富，欣欣向荣。丈夫有济世之德，医家有割股之心，各级

政府重视对卫生投入，海外同胞亦解囊相助，内外携手，共建大业。使全县卫生机构健

全，队伍整齐，中西配套，医疗设施日臻完善，医疗技术日进有功。天花灭绝，霍乱剪

除，送走瘟神，实施儿童计免，传染病、地方病日渐减少和消灭，普及自来水，健康有所

保障，体质日益增强。童叟妇孺共享天伦之乐。卫生乃文明之窗口。今日三水，知名度

与日俱增。

誉不虚出，苦尽甘来。记载我县百余年医事之书问世，乃撰志者们开创先河之举，

可喜可贺。愿此志在存史、资政，启后，繁荣医药卫生方面有所贡献。

余负有本县教(育)，科(技)，体(育)，卫(生)之责，应县卫生局之邀，作

此引玉之砖此序，并表谢忱。

曾 涛

1989年2月28日



序

’1式三水县卫生志))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专业志书，按照县委和县政府的部

署，于1986年10月开始组织筹备和编纂工作，历时10个月，业已编撰完稿付印。从一定

意义上来说，本志的出版，系统地把我县卫生事业的历史资料集于一书，可供医疗卫生

管理之借鉴和广大医药卫生人员之参考，将对我县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建设有一定的

促进作用。

纵观本志，以时为序，以事为纲，循历史发展的源流，真实地记述了我县建国前医

药卫生之概况和新中国诞生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之巨变，基本上反映了医药卫生的全

貌。建国前缺医少药，疫病猖獗，民不聊生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，

日新月异。至今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初具规模，设备日臻完善，医药昌明，消灭危害三水

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，其他主要传染病和慢性病也得到控制，人民安康乐业。

本志结构紧扣，层次分明，行有准则，篇有条理，字句通俗流畅，图文并茂，略古

详今，以实叙事，突出专业特点，具思想往、科学性、资料性之统一。

本志在编写过程中，承蒙热心支持和关心医药卫生事业的广大医药工作者，医药界

老前辈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协助，提供宝贵的文字资料和口碑材料，编志人员不负众

托，历尽艰辛，访查阅考，认真求实，勇于进取，志书终成。此志成篇问世，为致力于

卫生事业之士树起丰碑，彰之于世，以励后人。披阅之余，欣然命笔为序。

何竞成

1987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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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兰节药品质量监督⋯．．．．．．一Ⅲ．．．⋯⋯一⋯‰‘．．¨⋯⋯m‰⋯⋯⋯(113)
．’

：’

第五章财会■曩⋯⋯⋯⋯⋯⋯j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·：⋯⋯⋯”(115)

第一节卫生事业经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’(115>

第二节财经收支概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16>

．． 第三节工资待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20)

第四节津贴，福利，奖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【122)
‘：’-‘，

7一’

第六章公费医疗f理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，．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一一⋯⋯(125)

第七●改蕈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28)

， 第八章医疗翻度⋯⋯⋯⋯_⋯⋯：¨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132)

’ 一 ·：’

第七编 医学教育、学术团体和社团组织⋯⋯⋯⋯⋯(136)

第一曩医学教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”(136)

第一节三水县卫生学校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36)

第二节离职学习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≯··j∥i吖”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．，．一．t39，)

第三节专业培训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39)

．、 第四节进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39)

第五节函授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39)

第六节晋升与录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43)
?

‘7

第二章学术团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⋯⋯⋯一⋯⋯(150)

第一节医学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50)

第二节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吧⋯⋯⋯⋯(156)

第三章社团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3)

第一节建国前社团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3)

第二节建国后社团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4)

第八编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167>

第一章中医政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7)

第=章中医中药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9)

第三章中医及中西医结合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3)

1 4·



第九编医疗卫生设备、能量、技术水平和
1 护理工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5)

第一●医疗卫生设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5)

． 第一节房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5)

第二节空调设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6)

第三节车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77)

第四节医疗器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178)

第二章医疗能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2)

第一节三水县人民医院⋯⋯⋯⋯．．．O 0 0*I O$O Q 0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r．⋯(182)

第二节三水县中医院⋯⋯⋯⋯⋯·j⋯⋯⋯⋯⋯⋯·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86)

第三节三水县预防保健中心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7)

第四节区(镇)卫生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7)

第三章技术水平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9)

第一节

第二节

第三节

第四节

第五节

第六节

三水县人民医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9)

三水县中医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97)

三水县预防保健中心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99)

中心卫生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0)

区(镇)卫生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1)

县药品检验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1)

，第四章护理工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··j⋯⋯⋯⋯：⋯⋯⋯(202)

’， 第一节三水县人民医院⋯⋯⋯⋯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202)

第二节区(镇)卫生院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4)

：
7 ，

第十编中药、西药与制药、药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5)

‘第一章中草药资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5)

第一节建国前中草药资源及使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5)

， 第二节中草药资源现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(205)

f 第二●药品销售⋯⋯⋯⋯⋯⋯_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(2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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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药铺与药店⋯⋯⋯一一“一⋯Ⅲ．．j．．‘．．‘一一⋯．．‘“⋯“⋯⋯⋯(206)

第二节药品公司⋯⋯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7)

第三节中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8>

第四节西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3)

第兰●制药与药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214)
第一节三水县药品检验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4)

第二节三水县人民医院制剂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5)
一 第三节三水县中医院制剂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6)

第四节区，镇卫生院制剂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6)

第十一编爱国卫生运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9>

第一章建国前的卫生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9)

第=章建国后各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20)

第三章城乡卫生基本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23)

第一节两管五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23)

第二节改水工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224)
第三节 文明卫生村(镇)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228)

第四节城镇公共卫生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29)

第十二编卫生防疫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231>

第一●麓国前的疫病流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31)

第=●建国后疫病流行及舫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31)

第一节常见传染病的防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33)

第二节其他疾病的查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1)

第三章疫情管理与防疫措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5)

第一节三级防疫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5)

第二节疫情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5)

第三节预防措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7)

第四节计划免疫与冷链工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(248)

第四●食品卫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(253)

第五●工矿卫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“⋯(25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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